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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漕粮转运在黄淮地区及河北平原呈现出的兴盛面貌 , 阐述了该时期北方地区粮食的水次仓储
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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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人李充在《舟楫铭》中写到 :“舟楫之利, 譬犹车马, 载

重历远, 以济天下”[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水上交

通作用于国家军政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当时粮食的漕运、

仓储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漕粮转运

漕运是水上交通运输的重要方面, 发展水上交通, 可以

使国家有效地组织漕运。事实上, 从曹魏到北魏以至隋朝 ,

北方政权对水上交通建设的重视无一不与发展漕运有关。

曹魏在黄淮地区及河北平原广修运渠, 其目的一是运送兵

员, 二是漕运粮食及各种物资。前者为一时一地的军事需

要, 后者则是长时期大范围的国家战略需要。可以说, 曹魏

开挖运渠的主旨便是漕运, 其渠名便有直称“广漕渠”、“利漕

渠”的。曹魏在南北运渠的开凿方面费力较多 , 收效较大 ,

《河渠纪闻》即称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始于屯田, 成于转

运”。正所谓“黄初以后迄晋, 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

之道”[ 2] 。

历史时期 , 各个政权为保证京师军民所需 , 或供应其他

军事所需, 必然要组织进行粮食的转输, 这是国家财赋上缴

与分配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经济行为。而转输的形式一般

有水运与陆运2 种。《魏书·食货志》中三门都将薛钦言:“计

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

绢及赀麻皆折公物, 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 费公损私。略

计华州一车, 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 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 ;

河东一车, 官酬绢五匹二丈, 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

州郡, 虽未练多少, 推之远近, 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

匹, 市材造船, 不劳采斫。计船一艘, 举十三车, 车取三匹, 合

有三十九匹, 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 足以成船。计一

船剩绢七十八匹, 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 官格四十斛

成载; 私民雇价, 远者五斗布一匹 , 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

费, 一车布远者八十匹, 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 计举七百

石, 准其雇价, 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 造船一艘并

船上覆治杂事, 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 ,

皆须锯材人功, 并削船茹, 依功多少 , 即给当州郡门兵, 不假

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 去汾不过百里, 华州去河不满六十 ,

并令计程依旧酬价, 车送船所。船之所运 , 唯达氵雷陂。其陆

路从氵雷陂至仓库, 调一车雇绢一匹, 租一车布五匹, 则于公私

为便”[ 3] 。

根据薛钦所言, 笔者对水运与陆运进行比较。由政府组

织的运输,1 船运载量相当于13 车。1 船需绢39 匹,13 车共

耗费绢39 + 78 = 117( 匹) 、布780 匹, 按5 匹布折合1 匹绢, 则

13 车需绢117 + ( 780/ 5) = 273( 匹) ,1 船耗费/ 13 车耗费 :39/

273 = 0 .143 , 则以船运代替车运可以节省85 % 以上的运费。

租车雇私人进行的运输, 若以水运代替陆运节省的情况 ,1 船

载700 石, 费300 匹布,1 车载40 石, 费80 匹布, 则1 船相当

于17 .5 车的运力, 以车运共需1400 匹,1 船耗费/ 17 .5 车耗

费:300/ 1400 = 0 .214 , 则以船代车可节省近80 % 的运费。由

于水运的低耗费, 历代政权都会大力进行水上交通的建设 ,

通过漕运进行粮食的转输。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恒代无运漕之

路, 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 , 欲通运四方”[ 3] 。孝文帝是历

史上非常重视水运的帝王, 他一方面积极开发黄河、渭河等

自然河道的航运, 另一方面疏浚运渠, 构建连通各地的水运

网络。在他的努力及其后继者的重视下, 北魏的漕运事业有

了很大的发展, 前述蒋钦所言得到普遍的认同 , 尚书度支郎

中朱元旭计称 :“今校薛钦之说, 虽迹验未彰, 而指况甚善。

所云以船代车, 是其策之长者。”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 远

近必至, 苟利公私 , 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水运之处 , 皆宜率

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 车运水次, 校计利饶, 犹为不少。

其钦所列州郡, 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 今年租调 ,

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 且赁假充事 , 比之僦车 , 交成息耗。

其先未通流, 宜遣检行, 闲月修治, 使理有可通 , 必无壅滞。

如此, 则发召匪多, 为益实广 , 一尔暂劳 , 久安永逸。”元雍等

也说:“运漕之利 , 今古攸同, 舟车息耗, 实相殊绝。钦之所

列, 关西而已, 若域内同行 , 足为公私巨益⋯若此请蒙遂 , 必

须沟洫通流, 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 , 或古迹仍在, 旧事

可因, 用功差易。此冬闲月, 令疏通咸讫, 比春水之时, 使运

漕无滞。”兴运通漕的建议得到朝廷的诏许, 虽然“未能尽

行”, 但北魏的漕运事业肯定得到很大的发展[ 3] 。大力支持

漕运正是因为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东部有着水上交通良好的

基础和条件。北齐高欢在争夺天下时 , 与魏孝武帝相抗争 ,

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 诸州和籴粟

运入邺城”[ 4] 。由此可看出, 由于河北平原水上交通的发展 ,

这一地区的漕粮都是通过水运送抵洛阳的。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水次仓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粮食仓储业有很大的发展。

在一些水上交通沿线出现重要的仓储之地, 即可反映这一事

实。如位于黄河沿岸, 秦汉以降发展规模颇大的敖仓; 汴水

沿岸, 这一时期有重要地位的仓垣; 洧水之滨的洧仓等。

曹魏对屯田及漕运颇为重视, 尤其在许昌的粮食储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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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很大。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 募百姓屯田许下 , 得谷

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 数年之中, 所在积粟, 仓廪皆满”[ 5] 。

黄淮地区各郡国在屯田过程中, 普遍建立起粮仓, 与这一地

区水上交通的发展带来的水运之便不无关系。邓艾在该地

屯田兴运 , 史称“自寿春到京师, 农官兵田, 鸡犬之声, 阡陌相

属。每东南有事, 大军出征, 泛舟而下, 达于江淮, 资食有储 ,

而无水害”[ 5] 。可以看出, 屯田、仓储、水运是紧密联系、同步

发展的。

西晋时期洛阳的仓储业尤为发达 , 其以洛河的航运便利

为重要条件。《晋书·武帝纪》云: 咸宁二年( 公元276 年) 9 月

“丁未, 起太仓于城东, 常平仓于东西市”[ 5] 。通过洛河水运 ,

各地漕粮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水经注·谷水》引《洛阳地记》

云:“大城东有太仓, 仓下运船常有千计”[ 6] 。经过十六国时

期的战乱, 洛阳的仓储随着北魏水上交通的建设得到恢复与

发展。《洛阳伽蓝记》记载“( 明悬尼) 寺东有中朝时常满仓 ,

高祖令为租场, 天下贡赋所聚蓄也”[ 7]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在主要水道两岸选定合适仓库之址 ,

以储租粮, 发展起专门的水次邸阁与仓储。曹植《谢赐谷

表》:“以船河邸阁谷五千斛赐臣”[ 1] 。《晋书·食货志》中杜预

上疏言“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 5]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载:“以租入殷广, 转输劳烦, 令中仓岁入百万斛, 余皆储之水

次”[ 5] 。据《魏书·刁雍传》刁雍上表言及“造城储谷”,“立城

之所, 必在水路之次”[ 3] 。北魏后期,“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 ,

随便置仓, 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

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阁, 每军国有须, 应机漕引”[ 3] 。

洛阳北的黄河沿岸有几处津渡, 可以被用于设立仓储之

地。小平津即是其中之一, 前述薛钦上言中提到的氵雷陂亦有

重要的仓储。洛阳以西的漕粮通过水运到氵雷陂、小平, 然后

走陆路由车运至洛阳。石门控扼黄河分水口, 是黄淮地区通

往黄河水运的战略要地。白马津则是黄河下游最重要的津

渡, 是南北陆路交通与黄河水运的中转地。济州仓则位于黄

河下游另一重要津渡———石高石敖津, 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白

马津与石高石敖津皆为军事要地, 于此设仓, 正是要利用其水运

的方便。大梁仓处于蒗荡渠与汴渠交汇的漕路上 , 是北魏疏

通汴水后建立的重要仓储。陈郡仓靠近蒗荡渠与颍水交汇

处, 淮河流域的漕粮汇聚于此, 然后通过水路运往洛阳。漳

涯位于漳水沿岸, 是河北平原重要的仓储之地。黑水则滨临

渭水, 是关中平原的漕粮集散地。

魏分东西后, 北方地区的水次仓储又有新的发展。北齐

时,“( 高) 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 8] 。到

隋朝建立 ,“开皇三年, 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 议为水旱之备 ,

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

次十三州, 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 洛州置河阳仓 ,

陕州置常平仓, 华州置广通仓, 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

粟, 以给京师”[ 9] 。隋朝在良好的水运条件及长时期水次仓

储发展的基础上, 勾画出新的蓝图并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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